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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庭院经济

美丽村庄村民建

下午5时，夕阳西下。东冶头镇东冶头
村村民马会华和王建华夫妇在门前的月季
花苗圃前忙了起来，一个浇水，一个翻土，配
合十分默契。

今年3月份，村里给每户村民免费发放
30株月季花苗。“如果种成了，村里每株奖
励 20元，花苗卖出去的钱也归村民所有。”
东冶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眭丽平介
绍说。

“你看现在花骨朵都有了，再过十来天
就开花了。”马会华期待着7月份，自己的花
苗能卖个好价钱。

建设美丽乡村，要发挥更多村民的力
量。昔阳县组织群众开展“我的村庄我建
设”活动，以“艺术乡村”“花园乡村”建设方
案为指导，实现主体风貌美丽宜居。与此同
时，昔阳县财政列支预算1100万元，开展最
美村庄、最美巷道、最美庭院等最美昔阳系
列评选，激发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

“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做法，不仅仅要
把前庭前院后打扫得更干净，还要在家种花
发展庭院经济，让村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眭丽平说，现在村民们都愿意栽花，都
想再多种点。

“不仅房前屋后的环境好了，还增加了
一份收入。”当问及种完这茬的打算时，马
会华连说三个“种”字，期待着种植规模再
扩大。

在东冶头村，处处是加紧建设的繁忙景
象。村边的一片荒地里，机器正在作业，4
月底绿植全部种植完成；村里的蔬菜大棚不
仅棚里绿，棚边也得绿，大棚间种上小蔬菜，
路边种花和绿植……

最是一年春好处。在昔阳，一个个村庄院
落正在微改造、精提升，打造小公园、小菜园、
小花园、小街品，不仅实现了美丽庭院和持续
增收，更是让乡村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探寻资源特色

和美乡村共富途

坐落在太行山腹地虎头山脚下的大寨
镇大寨村，四排火车皮式的特色民宿窑洞，
是昔阳拥有鲜明时代记忆、蕴含奋斗精神的
地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来到大寨，
听过去的故事，唱过去的歌，重温激情燃烧
的岁月。

“白天修坡，晚上修窝。”原大寨村党支
部副书记李怀莲回忆着父辈们克服万难修
窑洞的故事。虽然村民们已经搬进了新楼房，

窑洞一度闲置，但是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大寨
窑洞承载着过去，有讲不完的历史和故事。

围绕“最美昔阳红”文旅品牌创建，大寨村
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结合大寨铁姑娘的群体故
事和大寨历史文化，全力打造现代窑洞民宿，
打造“一院一特色”，让游客更具体验感。

今年五一，新改建的大寨窑洞民宿即
将开门营业，一些收尾工程正在紧锣密鼓
进行中。

“如今的大寨，正实现着田园变公园、
农房变客房、劳动变体验的华丽转身。”李
怀莲说。

位于大寨镇北亩村的山西隆盛德梅花
鹿繁育加工有限公司的繁育基地里，一只只
梅花鹿尚未褪去烟褐色“冬衣”。在春日暖
阳的照耀下，憨态可掬，不时发出“呦呦”鹿
鸣声。下午4时许，饲养员王怀文将一桶桶
饲料倒入食槽内，小鹿们一哄而上，整齐地
排在食槽两旁吃了起来。

“我们每天主要是打扫圈舍，还有筛草、
煮料，喂鹿、饮水等。”今年 66岁的王怀文，
负责 11个圈舍梅花鹿的饮食起居，每天要
喂食3次。

大寨镇党委书记毛瑞涛介绍说，2023
年以来，大寨镇围绕“沟域经济”发展思路，
打造工农互补沟域经济带，谋划实施大寨镇
梅花鹿全产业链开发项目，串联企业、集体、
农户、闲置宅基地等资源，突出梅花鹿特色
养殖加工。

“如今我们的养殖规模逐年扩大，从以
前 100 多头到现在 40 多个圈舍、1200 多
头。”公司负责人常晓君介绍说，到2025年，
规模将达到 5000 头，将是华北区域甚至全
国的单体最大梅花鹿养殖场。

梅花鹿浑身是宝，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保健意识的增强，鹿产品的前景广
阔。“目前，我们正在和山西省生命与医药研
究所合作，开发糖果压片、鹿茸粉、阿胶、鹿
酒等产品，鹿产品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
变。”常晓君信心十足，项目建成后将辐射带
动昔阳县其余 9个乡镇和有条件的村集体
饲养梅花鹿，推动优质梅花鹿订单养殖，推
动梅花鹿养殖加工产值达到亿元以上。

在昔阳，大寨镇只是一个缩影，还有“文
艺小镇”李家庄乡、“红色记忆”皋落镇、孔氏
乡“太行风光”、“非遗民俗”界都乡、“古村风
韵”赵壁乡、“山地徒步”三都乡……如何寻
找乡村发展最优解？昔阳自上而下，在吃透
乡村底子的基础上，立足资源禀赋，一镇一
特色，不同主题，各有侧重抓好乡村建设、乡
村产业、乡村治理三大重点，实际迥异发展。

今年，昔阳县统筹分类谋划了“名村示
范、工农互补、生态康养、古村盘活、景区联
动、城郊融合、集聚提升”“七型”模式，将全
县 231个行政村分类打造、梯次推进，每年
打造 10 个精品示范村、30 个提档升级村。
未来，这一个个乡村，有青山、有绿水、有美
丽乡愁，有期待、有奋斗，还有属于各自乡域
版本的幸福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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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朗气清，幽草芳香。坐在乐平
镇崇家岭村山间的太空舱露台上，任
和煦的春风吹拂发梢，低头溪流潺潺，抬
头满目青翠。借助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
兴的发展思路，这里形成了有山、有水、
有故事，有吃、有玩、有体验的自然风光
与休闲旅游相结合的全方位景区。

如何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
推进乡村振兴，昔阳县有着自己的思
考——以“七型引领、百村创建、业兴
人和、城乡共富”的总体思路为引领，
走好昔阳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在
沾尚镇沾尚村村口，汩汩潇河水碧
波荡漾。河道一旁，挖土机正在整
地。“不出一个月时间，这里就是郁
郁葱葱，一片花海。”沾尚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巩卿玮激动地说。

地处昔阳县城西部沾岭山下的
沾尚村，潇河和清漳河在此发源，自
东往西穿村而过。过去，河道淤塞，
水质污染，干涸断流，河道两岸杂草
丛生。

随着山西省河长制湖长制体系
全面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河湖长
上岗履职，基本上每一条河流湖泊
都有了责任人。沾尚镇副镇长乔亮
负责清漳河 23.09公里的河段。“巡
河要关注的情况比较多，除了看水
流情况，还要看沿岸的农田、排污管
道、村民饲养的家禽家畜等。”巡河
结束后，乔亮登录手机里的山西省
河长制湖长制移动应用平台，上传
巡河情况。

除了河长监督，沾尚镇将每 20
户划为一个网格，清理淤泥、清洁
垃圾责任到户，水环境保护由村民
们共同来维护，巩卿玮说：“现在村
民们环保意识增强了，自觉保护河
道生态，整体环境面貌也有了很大
提升。”

如今，两条河流在暖风中再次
迎来潺潺流水，泛起粼粼碧波。

随着“千万工程”的持续实施和
深化，沾尚村全面打开“水资源”转
化通道，做好水文章，引入需要水但
不污染水源的产业——

在村里东西走向的乡源一条街
上，醋坊、酒坊、辣椒厂、豆腐坊、酸
菜厂等产业依次排布，和水相关的
小产业集聚，促进村集体经济年增
收13万元；

潇河源农产品储备加工园内，
机器轰鸣，玉米棒子经过全自动脱
粒机，玉米粒直接烘干入库，在这
里，玉米直接变了现，脱粒的玉米棒
子还变废为宝，卖到化工厂、养殖
场，产生了经济价值……

坚持生态立镇、以水为源的沾
尚村，没有一家污染型企业，实现

“美丽生态”与“美丽经济”的“双向
奔赴”。

昔阳，在生态保护的底色上绘
制发展的蓝图，生态向美，生活向
美，产业更向美。今年，沾尚村被
确定为昔阳“千万工程”集聚提升
型精品示范村全力打造，将围绕

“特色农业、红色文旅、生态康养”
三条沟域廊带发展重点，实现美丽
乡村向和美乡村的精彩蝶变。

做好水文章

乡村产业小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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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冶头镇东冶头村内蔬菜大棚
周围正在加紧施工。
2.乐平镇崇家岭村，一个个太空舱
点缀山间。
3.沾尚镇依水而建的食用菌大棚。
4.大寨镇大寨村。
5.山西隆盛德梅花鹿繁育加工有
限公司的繁育基地内，饲养工人正
给梅花鹿喂食。


